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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票成瘾倾向量表的初步编制 

及信效度检验 

王毅 高文斌 

· 心 理 卫 生 评 估 · 

【摘要】 目的 编制适用于中国彩票购买者的成瘾倾 向量表(LAS)，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。方法 

在全国 31个 省市百余 地区随机选取购彩者进行调查 ，对其中 4071名 购彩者 的量表 结果进 行项 目分析和探 

索性 因素分析 EFA，另 4167名 购彩者测试结果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 析 CFA。结果 通过探 索性因素分 析将 

10个项 目的 LAS量表分成功能损 害和情 感依赖 2个 因子 ，共解 释总变 异的 45．5％ ；进 一步对 2个维度 的 

量表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，验 证 了该 两 因素模型 具有较 好的结 构效度 (X 2／df=13．34；I兀 =0．96；CFI 

= 0．96；NFI=0．96；RSMEA=0．054)。该 问卷的 内部一 致性 信度 r=0．59～0．74)基 本符 合测量 学 的要 

求 ；效标效度结果显示 ：高彩 票投 入群体在功能损害 (t=10．77，P<0．01)和情感依赖 量表 (t=12．96，P< 

0．001)上的得分均高于低彩票投入群体 ，差异有 显著性 。结论 中 国彩 票成瘾倾 向量表 的信效 度基本上 

符 合心理测 量学要求 ，具有一定 的实 际应用价 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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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票是指通过购买某种票券 、奖券并参与抽彩 、摇 

奖 、摸奖等 ，以期 望用 较少 的投 入博取 大额 利润 。 

由于彩票游戏 的低投入和简单便利 ，在世 界各 国逐渐 

流行起来 。 自 1987年我 国发 行彩票 以来 ，尤其 

是 自2001年通过电脑联网发行彩票以来 ，我 国的彩票 

事业得到了迅速 发展。作为一种基 于偶然事件 的游 

戏 ，国外研究认为彩票可能造成购买者 的问题行为和 

成瘾 。随着我 国彩票发行量的飞速增长 ，个别购彩者 

表现 出极端的购彩行为甚至犯罪 ，购彩群体 的心理问 

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现有的国内研究多是调 

查购买行为，缺少对 于问题行为及成瘾情况的相关研 

究 ，目前国内没有用于类似群体的成瘾倾向评估工具 ， 

本文在国外彩票成瘾 的诊断标准基础上编制了适用于 

我国电脑型彩票购买者的成瘾倾向量表并对其信效度 

进行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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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与方法 

一

、对象 

本调查于 2007年 1 1月至 2008年 3月在全国 31 

个省(自治区 、直辖市)的百余个城市的彩票投注站进 

行调查 。综合考虑彩票销量水平 高低 、地理位置等条 

件从各省选择 4～5个城市 ，分别在各城市选取彩票投 

注站 ，现场对前来投注站的购彩者进行调查，经对方同 

意且符合在过去半年 内购彩至少 1次的标准后，在调 

查员的指导下完成 问卷的填写 ，回收 9015份问卷 ，删 

除极端 和缺失数据 ，其 中有效样本共 8238人 ，回收有 

效率 91．4％ 。受调查者平均年龄(37±1 1)岁 ，年龄分 

布为 16～88岁；男性 占总人数 的 77．2％。使用 SPSS 

软件随机抽取其中的50％样本 (n=4071)进行探索性 

因素分析，其余的50％样本(n=4167)的数据进行验 

证性因素分析。2组被试 在年 龄 、性别和受 教育程度 

上没有显著差别。 

二 、方法 

1．项 目编制与筛查 ：研究者认 为评估购彩者成瘾 

倾向应该包含以下两方面：购彩行为给购彩者带来经 

济损失和社会功能损害 ；购彩行为持续发生 ，购彩者无 

法控制 自己的行为 ，沉迷其中，表现出对彩票深厚的感 

一 ～一 一一 ( Ⅲ m_至f l田 _童 枷 ．差舢 一一～一一～一 一． 一 一 一～一一一一一一一 _宝_呈 ㈣ ： 一一一一～一一一一一 ～．一一_蓁一一～一～一 ． ～ 一～ =薹一 慨一 一～一～～～～一一～ 一一～～一一～一一一 ～一一～一一一一一 



· 758·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年8月第 18卷第 8期 Chin J Be
—

ha
—v Me rai ! gu !! !!：! ! !： 

情。据此 ，本研究 中建立彩票成瘾倾 向量表的理论基 

础基本形成。根据 DSM—IV和 SOGS两个评估标准的 

综合分析 ，对 30余位购彩者的深度访谈基础上，经心 

理学专业教授、研究人员的反复讨论 ，形成购彩成瘾倾 

向量表，该量表包含 11个项 目，分为情感依赖和功能 

损害 2个维度。确定量表初稿之后进行试测。试测后 

进行讨论并做出必要的修改。最后形成我国购彩者成 

瘾倾向量表进行正式测验 ，该量表采用 5点评分，总分 

越高 ，表示成瘾倾向越高，卷入程度越大。 

2．统计方法 ：应用 SPSS13．0统计软件包 和 LIS— 

REL 8．72进行 t检验 、相关分析 、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 

验证性因素分析等。 

结 果 

一

、项 目分析和区分度 

各项 目的题总相关结果显示 ：1 1个项 目的题总相 

关均在 0．3以上 ，且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；项 目区分度 

检验首先计算出成瘾量表 1 1个项 目的总分 ，以项 目分 

析法求出各题 目的决断值(CR值 )：即按照量表总分 

高低排序 ，将高 、低各 27％的受试者分别划分为高分 

组和低分组，进行 2组受试者间每题得分均数差异的 

显著性检验 ，CR值即为两者均数差异检验的 t值 ，当 

CR值达到显著水平时( <0．05或 O／．<0．01)，表 明 

该题 目能鉴别不 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 。经独立样 

本 t检验的结果显示 ，所有项 目的区分度符 合统计学 

要求，见表 1。 

表 l 成瘾倾向量表区分度 和项 目分析结果 

项 目 
项 析 项 目 区分度 项 目分析 

(r) (CR) 

1 0．581 —25．020“ 7 0
．
555 一55．255“ 

2 0．373 一33．431 8 0．523 一51 93l 

3 0 410 一45．354 9 0．532 一52．109 

4 0．509 一41．494 10 0．4l6 一36 797 

5 0．482 一59．3l3 11 0．653“ 一73 l93 

6 0．471“ 一46
． 992 

二 、探索性因素分析 

对 4071份成瘾倾 向量表结果进行初步考察发现 ： 

KMO和 Bartlett球形 检验结 果为 KMO值 为 0．819， 

Bartlettg(55)=1455．73，P<0．001，表明本量表适合 

进行因素分析。在进行初步的因素分析时，发现特征 

根大于 1的因子 2个，删除载荷低于 0．4的项 目 1个 ， 

采用最大正交旋转因素分析法 ，将 10个项 目分为功能 

损害和情感依赖 2个因子 ，功能损害因子的主要表 现 

是 ：购彩者由于购买彩票给家庭 、工作和人际关系等带 

来负面的影响；情感依赖因子的主要表现是：情绪唤 

起，彩票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等等。2个因 

子共解释总方差变异的 45．50％。见表 2。 

三、验证性因素分析 

将以上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结果作为初步统计 

表 2 彩票成瘾倾向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 

功能损害维度 情感依赖维度 

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

模型 ，对第二批 4167人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

析，各项统计指标显示 ，该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基本 

上达到统计要求 。见表 3。 

表 3 验证性 因素分析各项 统计指数结果 

X df X ／df GFI AGFI RMSEA NFI CFJ 删 

453 45 34 l3 34 0 98 0．97 0．054 O．96 0．96 0．96 

注：df：自由度；GF1：拟合优度指数；AGFI：高速的拟合优度指数； 

N'FI：规范拟合指数；CFI：比较拟合指数；RMSEA：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

四、内部一致性信度 

统计结果显示 ，全量表的 Cronbach内部一致性 Ot 

系数为 0．69，功能损害维度 Cronbaeh内部一致性 0【系 

数为 0．74，情感 依赖维度项 目4个，Cronbach内部一 

致性 仅系数为 0．59。 

五、效标效度检验 

参考国外相关研究 ，彩票成瘾者存在一些与游戏 

相关的行为和其他心理特征。有研究者认为将购彩者 

花费月收入 的 20％ 以上作 为非理性购彩 的标准 。 

因此在这里研究者引入购彩者行为指标即月购彩投入 

占收入百分比作为 LAS量表得分的效标 ，考察购彩者 

行为指标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程度 ，进而检验购彩成瘾 

量表的效度 。将所有样本根据 月彩票花费 占收入 

百分 比分成 20％及以下组(低投入组)和 20％ 以上组 

(高投入组)，由于低投入组人数较多，因此在该组样 

本中随机抽取与高投入组相当的样本进行 2组购彩者 

间成瘾倾向量表 LAS分数的差异性检验。见表 4。 

表 4 按投入分组 购彩者的 LAS量表平均分数 

差异 比较(分 ，i±s) 

讨 论 

虽然成瘾最初被认为是一些精神活性物质的依赖 

状态，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，基于药物摄入的成瘾定义 

已经受到了挑战 ，于是有研究者提出行为成瘾的概 

念。鉴于彩票成瘾带来的显著的、影响广泛的、长期的 

损害之后仍然无法摆脱对于彩票游戏的依赖 ，这一 

特点与其他成瘾行 为类似 。国外研究发现 ，问题购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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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 ，这与国内对 于网络成瘾 

的研究结果类似 ⋯。彩票成瘾和网络成瘾都属于行 

为成瘾，因此研究者将该量表称为彩票成瘾倾向量表。 

国外发行 的基于概率事件 的游戏多种多样 ，彩票 

只是其中一种。1980年，美 国精 神疾病协会才第一次 

将彩票成瘾收入 DSM诊断标准中，目前国际上在彩票 

成瘾方面普遍使用的诊断工具是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 

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 手册 (第 四版 )》(DSM—IV)，该 

手册将彩票成瘾定义为：一种持续性 的和复 发性的适 

应不 良行为，该行为扰乱个人 、家庭以及职业 ，将 该种 

行为归为冲动控制 障碍。同时列 出 10项准则用来诊 

断彩票成瘾 ，满足其 中 5项且能够排 除躁狂症诊断便 

可确立 。主要包括 ：不可控制 的购买彩票冲动 、隐 

瞒卷入程度 以及对其工作 、人际 、家庭等方面的社会功 

能不 良影响 等方 面。研究发 现 10个项 目的 DSM—IV 

诊断标准对于一般人群和接受彩票成瘾治疗人群的内 

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 0．76和 0．62，对 于混合样本 的 

内部一致性 为 0．94 。同时 ，目前广泛使 用的 问题 

购彩 者 评 估 工 具 是 南 奥 克 斯 彩 票 成 瘾 筛 查 量 表 

(SOGS)。SOGS主要通过购彩者 的具体行为表现 (如 

花费 、频次 、是否借钱 、家庭成员是否购买彩票、隐瞒 自 

己输钱 的事实 、他人批评其购彩行为等)，评估其是 否 

属于彩票成瘾。该量表包括 20个题 目，包括参与游戏 

种类 、家族史 、日最高购彩金额 、借钱购彩的来 源等客 

观指标 和是 否影响其 社 会功 能的项 目。研究 发现 ， 

SOGS在一般人群和接受治疗 的彩票成瘾人群 中的内 

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 0．69和 0．86 。SOGS适用范 

围虽然更广却不具有针对性 ，而 国内目前发行 的游戏 

以彩票为主，购彩者属于同一类群体，本研究根据我国 

实际情况针对彩票购买者的特点编制适用于我国购彩 

者问题行为的评估量表 ，并为临床工作提供依据。本 

量表的功能损害维度 、情感依赖维度和全量表对 于一 

般人群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基本符合统计学标准。 

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一个项 目需要删除以 

外 ，其他项 目因子负载均在 0．526～0．738之间。因素 

分析过程通过旋转将该量表分成情绪唤起和功能损害 

两个维度 ，功能损害维度中包括 了彩票对工作 和家庭 

的不 良影响以及对现状 的不满等项 目；情感依赖维度 

包括情绪唤起和依赖性等项 目，因素分析结果 和预期 

结构一致。验证性因素分析统计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各 

项重要统计指标均达到 了统计学要求 ，通过验证性 因 

素分析得到的问卷结构 ，与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得 

到的模型结果一致，也与最初编制量表时的预期结构 

相吻合 。表 明该量表有 良好的构想效度。根据每人报 

告 的个人月彩票花费 占收入百分 比是否超过 20％为 

标准将被试划分成高投入组和低 投入组 ，通过独立样 

本 t检验结果发现 ，2组间在功能损害维度 、情感依赖 

维度和总量表得分上差异有显著性。表明该量表具有 

良好的效标效度。 

综上所述 ，本量表适用于 中国电脑彩票购买者的 

成瘾倾向评估。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量表仅仅包含 

心理的两个维度 ，在实际应用 中需要了解购彩者游戏 

种类、消费金额、花费时间等一般行为指标，综合行为 

和 LAS心理量表进行评价。据此建议在使用该量表 

进行评估 的同时收集相关行为信息 ，以便更加准确地 

评估购彩者成瘾状态。由于国内对于彩票购买者成瘾 

倾向问题的研究极少 ，因此本研究 尚处于探索阶段 ，后 

续研究还会继续深入 ，确定国内的彩票成瘾筛查问卷， 

探索与彩票成瘾相关因素并建立 因果关 系模型 ，为临 

床干预和治疗提供进一步理论依据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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